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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许可的经济动因
杨武松

摘 要 专利许可是科技创新、转化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它除了给专利权人创造直接性经济收益、扩大专利权人的声誉、

再次革新技术等价值外，还具有增加社会经济福利与促进市场结构的优化，平衡社会经济发展成本与收益等重要经济影响

力。本文指出专利许可微观与宏观方面的经济动因，在保护专利权人经济权益之余，还彰显了知识产权许可制度在发展目

标和技术目标上的价值追求，是推动专利许可制度延展的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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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许可是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将专利投入商业化应用的

重要形式之一，是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通过自愿协议进行的。专

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所以选择专利许可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商

业价值的考量是一项重要标准。从个体专利权人的角度看，专利

许可法律关系中各方权利人获取的动态收益是推动专利许可的

经济动因，这种收益一般表现为专利许可创造的直接性经济收

益。从世界各国公布的众多专利授予量以及专利出口额看，专利

许可的重要价值除创造直接性经济收益外，还表现在增加社会经

济福利与对市场结构的改变，对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具有重要

影响。尽管作为专利许可以专利许可权及其实施的绩效为分析

基础，逻辑理路应从微观效应的角度思考专利许可的经济动因，

但从专利法这一国家制度的层面看，专利许可的经济效应不可能

局限于微观层面的个体专利权人的经济收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

着社会经济福利与市场结构。

一、创造直接性经济收益与社会经济福利

事实证明，专利创造了可观的私人价值。对专利权人而言，

专利许可创造的私人价值主要表现为专利技术转让费的收取。

单从个体专利权人的专利许可收益看，目前尚无权威的统计数

据。但是，从专利技术贸易的有关数据看，专利许可创造的经济

价值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据联合国有关

资料统计，全球国际技术贸易总额的增长以每 10 年翻两番的速

度增长。1965 年全球国际技术贸易总额 25 亿美元，1975 年为

110 亿美元，1985 年为 500 亿美元，1995 年为 2600 亿美元，到

2002 年达到近万亿美元；1965 年至 1995 年，国际技术贸易的增

长率为 15.82%，大大高于同期国际商品贸易 6.3%的增长率；国

际技术贸易额在国际贸易总额和国际服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

持续增高，20 世纪 70 年代分别是三十分之一和十分之一，而目

前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二十分之一和六分之一。据美国人口统

计局统计，“在 1983 年到 2000 年间，担任设计者的人员数量以每

年 9.2%的比例增长。”我国于 1984 年实施专利制度。“其间，我

国 GDP 从 1984 年的 7208.1 亿元增长到 2008 年的 30.067 万亿

元，25 年间增长了约 41 倍。”上述有关数据说明，专利技术贸易

创造的经济价值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占据比较大的比重，专利许可

的直接性经济收益也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技术创新事业之中，改

善社会经济福利。

二、把握市场结构的变化

与物质财产权一样，知识财产权亦具有静态的与动态的经济

性收益。专利权作为知识财产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激励是其动态

收益。但是必须说明，新经济时代的激励已经超越传统意义上的

经济激励，即不在局限于直接性经济收益的获取，还表现为市场

参与或退出，在市场结构的变化之中获取经济收益，确保自由市

场竞争之中技术资源的有效分配。专利许可法律关系一旦确立，

在市场经济中，无论专利权人还是被许可人都将思考市场运作的

各种要素之改变，决定自身的市场运作方向。具体影响表现在：

一是推动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加快市场进入速度。对专利权人

而言，必须迅速将新产品或新服务推向市场；对被许可人而言，通

过制造与销售产品快速进入市场，并占领市场。快速进入市场，

不仅能够减少专利实施的成本，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该专利产品

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影响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的市场收益；二是

专利许可法律关系的确立，意味着新产品或新服务将进入市场之

中，增加市场经济运作的资源要素。一项新产品或服务进入市

场，意味着旧产品或服务将被市场经济淘汰，意味着新的经济增

长点的产生。把握好该产品与服务的市场运作，在该区域内的市

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也具有更好的经

济收益权。从该角度看，把握市场结构的变化，能够增强专利权

人与被许可人的竞争优势。

三、扩大专利权人的声誉，平衡专利权利人与被许可人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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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实施过程中实现。“在美国和其他先进性国家，每年

都产生出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但都没有可专利性的利益。”在此

类基础研究成果中，除政府提供资金资助外，发明人还享有学术

声望、职称评定、演讲费用、教学任务减免等激励，甚至于可能获

得诺贝尔奖或其他奖项的期望。事实上，无论基础性研究成果，

还是应用性研究成果，通过专利许可的方式实施专利，一方面展

现新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效应，另一方面也在展现专利权人的知识

创新能力，使众多书屋或实验室内的发明创造人走向现实生活的

空间区域，为更多的专业人或非专业人所了解与认知。名誉被赋

予了发明创造的专利权人，但真正推动专利价值实现之人却很容

易为世人忽略，有学者在研究科学家动机时指出“在那里，名誉作

为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加之还常常具有一种金钱价值，却是

带给基础思想的发现者的，而不是那些实现该思想之应用的人。”

在兰德斯与波斯纳的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分析中，提出了一种

主张，认为科学技术领域，对于应用者就应当比对发现者提供更

大的法律保护并因此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奖励。在专利法的制度

设计里，如何实现这种保护？平衡新产品或服务的发现者与应用

者的利益？或许专利许可制度就具有该平衡作用。它一方面承

认专利权人的专有权，在许可的过程中扩展产品或服务发现者的

名誉，同时也通过许可费的方式为发现者获取较大的经济收益；

另一方面被许可人也通过开发与实施新产品而占领市场，并获取

经济回报。

四、通过交叉许可或回授许可获得技术

“技术的发展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与技术的传播过程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专利许可而言，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之间

也同样存在互为权利人的可能性，即交叉许可的存在。从新经济

时代的技术繁杂性与人的认识有限性看，新产品与新服务不可能

由单一的权利人掌握，而是分别由不同的个体发现或应用，这是

专利交叉许可的现实情境。作为对现实情境的回应，知识产权法

构建权利体系时，应作多维的体系设置，而非单向度的法律设置，

即许可交易各方将各自拥有的专利使用权相互许可使用，互为技

术提供方和受让方。

上世纪末期，新经济时代来临时，国外一些经济学理论家在

对知识产权作经济分析时对创新模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设想，比较

典型的是竞争性与积累性概念，如斯考奇默《站在巨人的肩上：积

累研究与专利法》、罗布特·p·默斯基《论专利范围的复杂经济

学》、施瓦茨《市场结构与创新》等文均就此展开相关论述，认为对

第一代发明的过度产权保护可能影响其以后的发展进程。这些

学者共同阐述了积累性概念的重要性，为第二发明这一概念的提

出奠定了基础。“‘第二发明’——包括基础设计的改进、细化以

及为适应各种用途的改造——对于社会利益的生成与第一发明

一样重要。”经济理论界提出的相关概念在专利制度设计与实施

中获得的回应是：专利许可回授条款的设立，即在知识产权许可

中，被许可人同意知识产权许可人有权使用被许可人改进技术的

协议。知识产权回授条款在专利与版权领域普遍存在，但以专利

领域更为常见。

在维系有序的市场竞争情态下，专利许可回授条款与专利交

叉许可对竞争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二者的设置能够避免互相

之间的权利冲突、减少交易成本、优化技术组合、避免知识产权领

域内的侵权风险，对专利许可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的竞争力均

具有提升，尤其重要的是通过交叉许可与回授条款的实施，能够

保证专利权人获得更优化的专利技术。因此，专利权人与被许可

在研发新产品成本、新产品获取等层面均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五、避免和解决侵权纠纷

如果某一产品涉及侵犯专利权，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解决侵权

纠纷。根据知识产权法的规范设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

利又无法定的正当理由，即构成侵犯专利权。与对有形财产的侵

权行为不同，专利侵权行为的可非难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未经许可；（2）未支付使用费。在侵权发生之前，专利权保护范围

内的信息已经处于公开的状态，侵权人的侵权不需要改善专利保

护信息的自然存在，只表现为未经许可的使用。这种侵权行为可

以通过事后的许可进行补救，只要技术使用者获得专利权人的许

可，其使用行为即获得正当性。

综上所述，尽管专利许可在微观与宏观方面的经济动因促进

专利许可的发展，但其经济价值并不仅限于上述所列经济动因。

专利许可在商业交易过程中，在促进合作研究、确保专利权人多

种产品或服务的供应渠道、实现标准化专利许可等方面均具有较

大的商业价值，在经济效益层面激励知识产权人从事知识与技术

创新工作，并在专利许可之中转化与传播科技创新成果，彰显知

识产权在发展目标与技术目标上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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